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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可持续发展目标2和6方面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一些指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恶
化，包括食物不足、超重和肥胖人口数量有所增长，以及面临严重缺水风险的人口数
量迅速增加。气候变化以及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领域日益增加的
不平等现象，包括对高质量膳食的获取，加剧了缺乏进展的状况，导致对水权和食物
权的侵犯日益严重。

扭转这些趋势需要水资源界、粮食安全界和营养界作出更大的努力，包括联合国
营养问题行动十年和联合国“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取得更大的成效。
迄今为止，这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缺乏更多的合作，因其工作计划均未系统地
探索联合干预措施的联系或可能性。

鉴于优先促进一项重点的根本挑战，合作尤为重要。如果没有水资源领域、粮食
安全领域和营养领域之间的协调，为实现关于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而采取的行
动可能导致世界水资源的进一步退化，从而进一步扰乱联合国水资源行动十年以及关
于水资源和环境卫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落实。相反，强化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行动
很可能会制约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2方面的进展。

连接水资源、粮食安全和营养结果的途径组成复杂的网络，作为对其进行更广泛分
析的一部分，本文回顾了这些挑战，还考虑到气候变化和日益增长的水资源需求，因为
这些因素在塑造未来的水资源和营养安全方面具有核心作用。主要结论以三项建议的形
式提出，重点是处理复杂的水资源-营养关系和优化成果的可能途径，具体内容如下：

• 实施营养敏型农业用水管理。营养和卫生专家需要与农户、社区和政府层面的
水资源管理人员共同努力，加强雨养和灌溉农业与粮食和营养安全之间的积极
传递途径。

• 增强膳食的环境可持续性。在当前膳食趋势与环境资源的相互影响方面，迫切
需要开展更多工作。不仅涉及记录当前状况造成的危害，而且涉及向区域和国
家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政策改革和投资方面的实用建议，以抵消当前膳食趋
势造成的沉重环境和健康代价。

• 明确解决水资源-营养联系方面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发展供水服务时积极考虑
弱势人口，包括将他们的需求和制约因素纳入初步的基础设施设计。

本报告中的分析和建议针对的是联合国行为方和其他可进入加速进展切入点的利
益相关者。扩大合作和生成证据在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部门之外尤为重要，因
为在该部门已经建立了一些联系。这对于减少权衡和加强势头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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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稳定获得质量合格的水资源与粮食安全和良好营养密切相关，但是水资源因栖
息地的枯竭、退化以及破坏而受到严重威胁（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9）。矛盾的是，水资源及其相关生
态系统面临的一些威胁直接来自于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包括膳食模式的改变。同
样，在无法获取充足的水资源或水资源日益退化的区域，粮食不安全和饥饿问题加
剧。五种基本因素或联系证实了水资源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联强度：

• 水资源的质量和可供量对于饮用水、烹饪、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而言至关重
要。这些用途通常总称为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 迄今为止，农业是最大的淡水用户，据估算约占用70%，几乎全部用于灌溉。

• 所有与粮食系统有关的“活动、过程和成果”都需要水资源（参阅Ericksen
等，2010，第26页）。这包括粮食生产（渔业和水产养殖、种植业和畜牧业）
、食品加工（产业到家庭层面）和食品制备。

• 水资源是生态系统功能和生产力的组成部分。

• 商业和产业也需要水资源。1

这些联系非常复杂。一些是双向的，而另一些的方向只是由水资源至粮食安全
和营养。它们互不排斥，均以两个优先重点之间的基本矛盾为特点。例如，狭隘地
促进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以改善营养状况，而不考虑就初级生产和粮食安全
而言此类政策建议如何影响水资源可供量，可能导致一系列营养和水资源成果方面
的进展欠佳。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年议程》）对相互交织的水资源
与粮食安全和营养挑战给予迄今为止最正式的认可，要为所有人实现一个更美好
的世界必须克服这些挑战（联合国，2015）。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联
合国大会将2016-2025年确定为“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联合国，2016），将
2018-2028年确定为联合国“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联合国，2017
）（见关于这两个联合国十年主要条款的附件A）。这两项“十年”举措及其支持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2是以享有充足的食物、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的人权为基础的（联合
国大会，2010；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2010）。3

1  文化、宗教和休闲用水也非常重要，但此处未进一步研究。

2  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6（“
为所有人提供水资源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3 然而，将水资源用于粮食生产或其他生产活动还未被视为一项人权（见Van Koppen等，2017；Mehta
等，20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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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全球宣言和后续行动，许多国家仍偏离了到2025年或2030年实现主要营养和
水资源目标的轨道。关于营养问题，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的《2019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指出：

“饥饿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再度加剧，营养不足继续影响着数百万儿童。全球农业领域的
公共投资水平正在下降，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和家庭农民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基础设施投资，
而且迫切需要可持续农业技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2019，第6页）。

关于水资源，报告的结论是：“尽管取得了进展，但数十亿人仍然缺乏安全用水、环境
卫生和洗手设施。数据显示，到2030年实现普遍获得基本的环境卫生服务，需要将目前的年
度进展速度提高一倍。更高效地使用和管理水资源对于应对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对水资源
安全的威胁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的日益频繁和严重的干旱和洪水至关重要。截至今日的状况显
示，大多数国家不太可能在2030年前全面实施水资源综合管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2019，
第10页）。

《支持在国家粮食安全范围内逐步实现充足粮食权的自愿准则》在准则8.11中提及水资
源：“铭记所有人获得充足和优质的水资源对生命和健康至关重要，各国应改进水资源的获
取途径及其在使用者中的分配方式，并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适当考虑工作效率并
以公平方式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在生态系统持续或恢复运转的要求与家庭、工业和农业用水
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包括确保饮用水质量”（粮农组织，2005）。

在此背景下，“营养十年”和“水资源十年”都是独立制定且没有相互借鉴的事实带来新的
紧迫性。迄今为止，这两项举措的工作计划均未充分探索规范性联系和联合干预措施（联合
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秘书处，2019；联合国，2017）4。因此，这两项举措都错失了一个关键
的机会，未能确定协同效应，减少这两项优先重点之间的权衡取舍，使各国更接近于实现这
两组目标（以及其他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8年7月，关于营养及其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5联系的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
会专家小组会议明确了加强营养专家与水资源专家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关于可持续发展目
标6与可持续发展目标2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内容之间联系的综合背景说明（Ringler等， 
2018）的发布增强了这种势头，提高了对需要考虑水资源与营养之间所有联系的认识，并指
出如不阐明这些联系并进行权衡取舍，这两项十年举措将无法实现其全部潜力。

4 虽然营养十年的工作计划提及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在确保良好营养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但并没有认可其他同
样重要的联系。 需要加强与水资源界的磋商，以解决这种缺失。

5 即：可持续发展目标1、6、7、9、11和12。

插文1：水资源-营养关系面临的知识缺口

•	缺乏关于农业用水与营养相互影响的知识；

•	缺乏关于供水波动（太少和太多)加剧对营养造成的影响的知识；

•	缺乏关于不同用户之间和不同地理区域之间日益激烈的水资源竞争对营养所造成
影响的知识；

•	缺乏关于女性和男性在实现水资源和营养目标方面作用的知识。
资料来源：据Ringler等（2018）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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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讨论文件以这些早期举措的结果为基础。根据
Ringler等指出的知识缺口（插文1），本文探讨了水资源与营养之间的复杂联系，并提出
了三种可能途径，用于应对这种复杂性并优化这两项优先重点的成果。

本文包括1）水资源不安全和营养不良趋势概述；2）水资源与营养之间多种途径综
述；3）通过气候变化和平等获取的角度明确日益激烈的水资源竞争相关挑战的一节内
容；4）提出三项建议以加快水资源与营养界之间协作和联合行动的一节内容。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建议可以纳入这两项联合国十年举措的中期审查，但也需要联合国以外的行为
方采取行动，充分加速进展。因此，本文件还希望对水资源-营养关系提供新的见解，采取
的方式涉及更广泛的组织及其各种职责和开展协作与协调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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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资源不安全与营养不良： 
现状和趋势

2.1) 水资源不安全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的增加、城市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工业和家庭用水
（如饮用、洗澡和烹饪）需求也在增长。这种需求增长加剧了许多区域业已存在的
缺水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提高用水效率方面的进展不足，以及一系列系统
长期投资不足。例如，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往往无法在农民需要的时候向他们供水，
蓄水系统可能漏水，许多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网络维护不善且不可靠，寻租行为普
遍存在（Repetto，1986）。此外，约80%的废水未经处理即流入环境，而面源污染
也在增加，这对公共卫生和环境造成威胁，导致代价昂贵的污染影响，并减少用
于其他用途的水资源可供量（Mateo-Sagasta等，2018；联合国世界水资源评估计
划，2017；Rosegrant等，2009）。

因此，目前有20多亿人面临持续和极端的水资源不安全。例如，近期一份关
于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进展报告表明，实现水资源和环境卫生具体目标（具体目
标完整列表见附件B、表B2）方面的进展一直不令人满意且参差不齐（联合国， 
2018），2015年有22亿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42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环境卫生服
务（联合国，2018）。

保护和恢复与水资源相关的生态系统（对社会福祉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方
面的进展不足，据估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70%的天然湿地已经消失（联合
国，2018）。

供应方面的根本挑战加剧了日益增长的水资源需求。即：1）一半以上的年降
水量不能供人类使用；2）淡水资源在各区域分布不均，分布的不确定性随着气候
变化日益增加；3）主要发展中区域的年际和年内供水量波动（即季节性）较大。
这些挑战对许多区域的水资源安全构成了“基线”约束。例如，中东、北非和南亚的
年人均淡水资源特别稀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年内供水波动较大，在南亚和东南亚
等具有规律性季风季节的区域水资源丰富或过于丰富的几率较高（图1）。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水资源不安全的影响预计会恶化和扩大（联合
国，2018；Ringler等，2016）；而且不局限于“传统上稀缺的区域”。例如，在2018
年的欧洲热浪期间，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国家记录了影响人类、粮食生产和环境
的创纪录温度。因此，瑞典政府为受旱灾影响的农民编列了近1.3亿美元的预算，
特别是弥补因当地资源枯萎而大规模屠宰牲畜和使用更昂贵饲料所造成的损失；
截至2019年10月，瑞典主要含水层的地下水储量还未恢复到2018年前的水平（Jan 
Lundqvist，个人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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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营养不良

2018年，22%的五岁以下儿童（1.49亿）发育迟缓，近5000万儿童处于消瘦状态（儿基
会、世卫组织和世界银行，2018）。2016年，1.31亿5-9岁儿童和2.07亿青少年超重（粮农
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9年）。

自2000年以来，成年人口中的超重和肥胖人数逐年增加，其中农村地区的增速最快（
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子协会，2019）。2016年，肥胖问题影响了全球约13%的成年人，其
中女性当中的发生率高于男性（分别为15%和11%）（世卫组织，2018a）。

解决体重不足和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特别是妇女贫血）方面的进展也极为缓慢（粮
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9；全球营养报告，2018）。目前，
约有20亿人面临微量营养素缺乏（全球营养报告，2018）。

对儿童和成人而言，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持续加剧彼此的状况。在拥有儿童发育迟
缓、育龄妇女贫血和超重方面一致数据的141个国家中，88%（124个国家）出现较高程度6 

的其中至少两种形式的营养不良，29%（41个国家）出现较高程度的所有三种形式的营养
不良（全球营养报告，2018）。

6  根据世卫组织的发生率范围分类。见：https://www.who.int/nutgrowthdb/about/introduction/en/index5.html

图1:
2015年人均水资源可供量

注：计算方法为国内可再生水资源总量除以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农产品贸易政策分析国际模型（2019）。

国内可再生水资源总
量立方米/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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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来看，这些统计数字意味着，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2025年世界卫生大会
营养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营养目标都将无法实现。此外，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国
家层面的数据掩盖了性别、国家和区域之间以及地方层面的主要不公平现象。关于后者，
农村地区往往有较高的营养不足发生率，并且如上所述，目前农村地区的超重和肥胖发生
率也是增速最快的。

对 个 人 而 言 ， 这 些 统 计 数 据 意 味 着 以 下 方 面 的 风 险 增 加 ： 儿 童 期 认 知 功 能 和
线 性 生 长 受 损 ， 青 春 期 学 业 成 绩 下 降 ， 成 年 期 职 业 表 现 欠 佳 ， 一 生 中 对 传 染 病 和
非 传 染 性 疾 病 的 易 感 性 增 加 。 这 些 不 良 的 健 康 结 果 和 生 产 力 不 足 造 成 了 贫 困 和 营
养 不 良 的 代 际 循 环 ， 削 弱 了 家 庭 层 面 的 长 期 经 济 安 全 ， 并 “ 逆 流 ” 至 国 家 经 济 中 ，
使 国 家 和 区 域 遭 受 重 大 经 济 损 失 。 例 如 ， 2 0 1 3 年 ， 营 养 不 足 的 成 本 估 计 为 每 年 
1-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3%（粮农组织，2013）；2016年，超重和肥胖的
全球经济成本估计为每年5000亿美元（农业和粮食系统促进营养全球专家组，2016a）。

粮食不安全是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和相关成本的根本原因。而且这种状况还在加
剧。2018年，估计有8.22亿人食物不足，高于2016年的约7.97亿人，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冲
突、经济增长缓慢以及气候变异和变化（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
织，2019）。低质量膳食也在激增，这种膳食可能在能量供应总量方面是足够的，但缺乏
营养，并且脂肪、糖、钠和添加剂含量过高。低质量膳食目前是全世界死亡和残疾调整生
命年损失的头号风险因素，也是所有形式营养不良的一个重要共同特征（全球疾病负担研
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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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资源与营养之间的联系 

3.1) 概述

水资源安全的四个维度，即可供量、获取、稳定和质量，通过跨越多个部门
和切入点的途径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等效维度密切相关。这些途径很复杂。一些
是双向的，而另一些的方向只是由水资源至粮食安全和营养。没有一个是相互排
斥的。

图2总结了这些基本联系，后面各节对各个途径进行了详细阐述。

图2:
水资源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联系

资料来源：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高专组），2015。

29 

1 水水资资源源与与粮粮食食安安全全和和营营养养：：从从全全球球到到地地方方的的挑挑战战 

本节从家庭到全球层面，探索了水资源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关系。在各种

相互冲突的需求、不断加剧的稀缺性和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本节通过水资源的四个

方面，即：可供量、稳定性、质量和获取，对上述各种关联性进行研究。  

1.1 各各种种关关联联性性概概述述 

水在多个方面决定了粮食安全与良好营养（图 1）。水是森林、湖泊和湿地等

生态系统的生命线，而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依赖于这些生态系统。

水质和水量对于饮用和卫生设施、粮食生产（渔业、作物和畜牧生产），以及食品

加工、转化和制备必不可少。饮用水的水质关系到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情况。水

对于能源、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也很重要。水道和水体往往是运输（包括投入物、

粮食和饲料）的主要途径。总而言之，水是经济增长和创收的支撑，因此也是获取

粮食的经济支撑。 

图图 1 水水资资源源与与粮粮食食安安全全和和营营养养的的多多种种关关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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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对 于 饮 用 水 、 烹 饪 、 环 境 卫 生 和 个 人 卫 生 而 言 ， 供 应 充 足 的 质 量 合 格 的 水 资 源
是最重要的。这些用途通常总称为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
人类健康，包括改变母亲可用于护理的时间，改善安全饮用水的供应，通过改变个
人 在 营 养 代 谢 和 抵 御 感 染 方 面 的 能 力 改 进 食 物 的 利 用 。 除 了 生 命 本 身 所 需 的 水 合
作用外，饮用水还提供营养素和矿物质，如氟化物、钙和镁。这些物质对身体健康
很 重 要 ， 但 仅 在 适 量 情 况 下 。 在 饮 用 水 中 这 些 物 质 的 含 量 过 多 或 不 足 的 区 域 ， 副
作 用 可 能 抵 消 益 处 。 例 如 ， 过 量 的 氟 化 物 会 导 致 氟 中 毒 ， 从 而 对 骨 骼 和 关 节 造 成
永久性损害（Wenho ld和Faber，2009）。被大肠杆菌或霍乱等病原体污染的水可
导 致 腹 泻 和 环 境 性 肠 道 功 能 障 碍 。 腹 泻 是 所 有 年 龄 组 死 亡 的 第 三 大 原 因 ， 仅 次 于
儿 童 的 急 性 呼 吸 道 感 染 和 疟 疾 以 及 成 人 的 下 呼 吸 道 感 染 和 艾 滋 病 毒 / 艾 滋 病 （ 世 卫 
组织，2018b）。此外，摄入被砷和铅等毒素污染的水会对健康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如
皮肤癌、肺癌、肾癌、膀胱癌、肝癌、高血压、流产以及认知和运动功能受损（世卫组
织，2019）。

虽然饮用水污染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发生率最高，但这一问题在美国等高收入
国家日益严重，主要涉及数十年来饮用水系统被忽视的服务不足人口，以及普遍自给自足
的地区（环境工作组，2019；Pierce和Jimenez，2015）。

即使没有直接摄入，在家中或附近无法获得安全和清洁用水也与感染的增加以及随后
的营养和健康结果不佳密切相关。例如，使用被污染的水进行清洁和接触水源性疾病，如
通过皮肤接触感染的血吸虫病。最后，还有一些疾病，比如以水为栖息地的蚊子所传播的
疟疾（高专组，2015）。

水的数量和质量不足也会影响不存在或没有遵循食品安全标准的家庭、餐馆或工厂厨
房以及食品加工厂的食品制备。对生活和工厂废水处理不当，除了影响环境之外，还影响
同一流域下游的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以及其他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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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1-3  ：主要农业系统

来源：本报告。

3.3)  农业

农业是目前最大的淡水资源用户，在所提取的水资源当中估计有70%用于灌溉（粮农
组织，2011c）。然而，灌溉农业用水在全球作物生产用水当中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2000
年作物总耗水量估计为6400km3，不足1500km3用于灌溉）。其余作物均为雨养型，直接依
赖于降水带来的土壤水分（粮农组织，2011a；Sulser等，2009；另见图3）。因此，雨养
农业是全球粮食生产的主要来源。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所有土地（93%）、拉丁美洲四分
之三的农田、中东和北非区域三分之二的农田以及亚洲一半以上的农田都属于雨养型（高
专组，2015）。雨养农业对全球南方的小农而言尤为重要。

农民用水浇灌农作物以稳定和提高产量，增加每年的作物产量。从全球来看，灌溉农
业产量是雨养农业产量的两到三倍。尽管全球只有约20%的耕地得到灌溉，但其产量约占
全球总产量的40%。虽然绿色革命严重依赖灌溉，但它帮助避免了重大饥荒和数百万人的
饥饿，也减少了全球南方对粮食净进口的依赖。

但是，灌溉用水生产率在系统间差异很大，许多地方可以加强灌溉系统的治理和管
理。因此，许多系统在长期干旱期间无法供水，无法抵御洪水，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并
且是农用化学品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因此，在一些国家，灌溉系统被视为淡水生态系统和
渔业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粮农组织，2011c）。

图3:
主要农业生产系统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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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灌溉型还是雨养型，农业生产系统都通过三种基本方式影响粮食安全和营
养：i）自产自销；ii）收入和价格效应；iii）作为增强妇女赋权和改进营养知识及规范
的切入点（见世界银行，2007a；Herforth等，2012；Meeker和Haddad，2013；Webb， 
2013；Ruel和Alderman，2013；Herforth和Harris，2014；Carletto等，2015；粮农组
织，2016）。

虽然自产自销途径仅适用于粮食作物，但收入和妇女赋权途径也适用于非粮食作物。
因此，水资源和营养之间的联系不仅包括灌溉和雨养作物，也包括粮食作物（也是粮食系
统的一部分，见2.2）和非粮食作物，如纺织品和生物能源作物。

图4显示农业用水的十大粮食作物和作物群。首要的雨养作物是小麦、玉米和大豆，而
首要的灌溉作物是水稻、小麦和甘蔗（Ringler和Zhu，2015）。在第三大雨养作物大豆当
中，70%-75%用作牲畜、家禽和水产养殖饲料，19%用于制造植物油；只有剩余的（6%）
直接用于人类食用的食品（忧思科学家联盟，2015）。虽然大豆的前两种用途本身并不是
负面的，但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动物源性食品和脂肪消耗过度。

在水资源方面，世界许多地区对这些作物的集约种植导致了土壤退化、森林砍伐、有
毒径流和其他不利影响，从而减少了获得质量合格的充足水资源的机会。

在营养方面，利用降雨和灌溉种植重点作物反映出第1章所述营养不足、微量营养素缺
乏和超重/肥胖问题的相关趋势，并揭示了粮食系统没有为大部分全球人口提供健康膳食
的原因（见下文3.6）。

图4:
2010年全球十大重点作物灌溉用水量和降水量

资料来源：Ringler和Zhu，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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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生态系统

水资源及其相关生态系统支撑着所有的农业生产（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水资源、土
地和生态系统研究计划，2014），提供了一系列的供应、调节、支持和文化生态系统服
务，其中许多服务转而通过为粮食和畜牧生产以及渔业提供水资源来支持营养和健康结
果。这些生态系统因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的枯竭、退化和破坏而受到严重威胁（千年生态
系统评估，2005；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9），最终危及不
断增长的全球人口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这种途径虽然目前不是很明显，但却很重要，首先是在保护人们免受农业生产和食品
加工带来的健康和环境卫生风险方面（人畜共患病、积水、农用化学品），其次是在保
护/威胁自然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的做法方面（Herforth和Ballard，2016)。

例如，农业污染径流和对环境有害的食品加工方式在世界许多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水质
问题，导致流域状况日益恶化。目前，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三分之一的河流携带大
量病原体，其部分原因在于农作措施不当（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这些流域的恶化
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粮食安全和营养，因为与这些河流密切接触的人群将河水用于供水、
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灌溉河岸作物、牲畜饮水、收集野生食物和药用植物（O ‘Brien
等，2018）。

3.5)  产业生产率

水资源对产业和整个社会的功能和生产力也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产业可增强购买力，
因此就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获取维度而言至关重要。如果监管得当，产业也是国家经济增长
和发展的主要贡献者。

对于水资源安全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基于产业的联系，最重要的例子可能是电力，
尤其是水力发电，但也包括热量冷却和煤矿开采（联合国世界水资源评估计划，2014）。
大量研究表明，电力在社会经济发展、抵御力以及营养方面提供了巨大的惠益，因为电力
可以增加个体在时间管理方面的选择并增强医院和超市等机构的能力，使得鲜奶和蔬菜等
营养密集型易腐品得到冷藏。就粮食安全和营养而言，获得电力（相对于其他产业）的独
特之处在于，其益处可扩展至提高营养和健康知识水平（即利用），主要原因是获得电力
可以实现时间管理的灵活性，在通电情况下，孩子能够在天黑后学习，女性能够在夜晚更
好地照顾自己和孩子。例如，Amare等（2018）发现，在尼日利亚，夜间光照强度是儿童
营养结果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即使在控制已知影响儿童营养的可观察协变量之后，电量
增加也显示营养结果得到改善。

在《巴黎气候协定》下，对可再生能源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水电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
生能源，占所有可再生能源产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因此，对于水资源安全与粮食安全和营
养之间基于产业的联系，水电有望成为一种积极的传递途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利用
水库或水坝的水力发电会限制用于灌溉的水资源可供量（Zeng等，2017）以及破坏渔业和
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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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说明对资源的争夺如何会造成粮食安全和营养与水资源安全之间的紧张关
系，以及随后需要在这两项优先重点之间寻求协同效应。第二个例子是生物燃料，即在
气候减缓评估中占据突出地位的另一种低碳技术（Rogelj等，2018）。种植生物燃料作物
需要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因此在世界许多地方直接与粮食安全和营养展开竞争，特别是
推广到一些减缓评估所设想的程度时。权衡取舍将在下文第4章进一步讨论。

3.6)  粮食系统

所有与粮食系统有关的“活动、过程和成果”都需要水资源（参阅Ericksen等，2010，
第26页）。即：i）粮食生产（渔业和水产养殖、种植业和畜牧业）；ii）食品加工（产 
业到家庭层面）；ii i）食品制备（家庭层面以及正规和非正规食品供应商）（高专
组，2017）。这些粮食系统组成部分通过所有四种粮食安全和营养途径影响人类健康：粮
食可供量、粮食获取、粮食供应的稳定、利用。粮食系统的营养和积极健康结果与实现充
足食物权有关。为了减少粮食系统若干方面的负面影响，需要开发可持续的全球消费和生
产系统，通过基于人权的方法处理这些问题。

在利用方面，粮食系统的中长期趋势包括与城市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变化、可支配收入
的增加、不断变化的生活方式和销售方式，这些趋势的基础是农业研究和投资的长期趋
势、贸易自由化、粮食生产和供应链的垂直整合、技术和加工方面的相关创新，促使较
富裕人口对超加工食品、动物源食品、高糖食品和饮料以及园艺产品的消费增加（Lartey
等，2018）；所有这些都依赖于需水量高于传统膳食或得益于/依靠灌溉的作物（Ringler
和Zhu，2015）。虽然其中一些食品的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含量较高，但其他许多食
品（尤其是超加工产品）的相关情况是纤维和蛋白质含量较低，饱和脂肪、游离糖、钠
含量和能量密度较高（Monteiro等，2013）。全世界大约有30亿人（接近世界人口的一
半）目前的膳食质量较低（农业和粮食系统促进营养全球专家组，2016b），缺少营养密
集型食物。例如，Mason D’croz等（2019年）发现，在2015年，仅有40个国家（占全球人
口的36%）能够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针对特定年龄段建议的每日水果和蔬菜摄入量（330-600 
克）。

就水资源安全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宏观”维度（可供量、获取和稳定）之间的相互作
用而言，粮食系统路径是双向的。如上所述，正在对膳食产生负面影响的趋势也在影响对
农业生产对象的选择，促使全球从过去构成植物基膳食的作物转向更多的动物源食品、糖
和油脂。这种农业生产优先重点的转变正在加剧水资源不安全并降低人口层面的粮食安全
水平，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见上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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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资源竞争 

在水资源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确保良好营养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缺水社区
和国家需要作出真正的权衡取舍，如应该将水资源用于灌溉作物，维护家庭卫生
环境，还是生产砖块或保障其他水资源密集型生计？如果在缺水环境中优先考虑
家庭的短期、生产和繁育用水需求，那么环境用水需求及相关水生生态系统可能
会退化甚至崩溃。这些影响威胁到水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进而可能对整
个国家的农户生计产生不利影响（Small等，2001）。例如，如果由于地下水的抽
取速度超过了补给水平而导致水资源枯竭，那么最终产业将会迁走，社区将会遭
受损害，荒漠化可能会出现。同样，如果湿地因城市或产业发展而被排干，那么
内陆渔业和水生盆地将退化和消失，从而减少依赖这些资源的社区获得健康膳食
的机会（Rosegrant和Ringler，2000；Mehta等，2019；Waltham等，2019）。

下列章节通过以下角度来分析这些问题：1）气候变化；2）获取方面的公平
问题。虽然本章没有系统地说明先前描述的水资源安全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
途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联系在下文所述所有情境中会反复出现。

4.1)  日益激烈的水资源竞争：气候变化的影响

粮食生产系统面临气候冲击和变异带来的一些最严重的影响，而全球南方的
生产系统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全球南方的温度通常较高，水资源的年内和
年际变化较大，而且控水基础设施有限。

然而，气候变化对全球北方粮食生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与气候变化
有关的干旱已经对美国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以及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大片土地
造成了不利影响，暂时增加了牲畜饲料、园艺、肉类和奶制品的成本（Bush和 
Lemmen，2019；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2018；欧洲环境署，2019）。

如上所述，为了解决这些危机并尽量减少权衡取舍，必须以基于权利的视
角看待这些挑战。人权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同时实现这些权利只能通过
一种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强调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对应关系（见插 
文6）。迫切需要的是制定政策和战略，支持小农调整生产方式，尽量减少降雨引
起的风险。

一项关键的适应性投资是适当的蓄水系统（McCartney和Smakhtin，2010），
包括改善土壤蓄水、土壤健康和土壤保持以及地下水渗入，实行补充灌溉，特别
是在旱期。这些创新是促进雨养农业系统水资源安全的有效战略，因为它们提高
了雨养农业对天气异常的抵御能力并缓解了土壤水分胁迫，从而减少了作物歉收
的风险，并增加了当地市场上营养食品的供应量（高专组，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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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物生产和市场影响（即：可供量、可获得性和供应的稳定性）之外，与气候变
化有关的缺水状况对食物摄入水平和质量造成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到粮食安全的利用维
度。例如，Carpena（2019）发现，印度农村的干旱冲击导致家庭消耗的热量、蛋白质和
脂肪减少，家庭膳食因此变得不均衡。Phalkey等（2015）的研究综述将气候变化与营养
不足联系起来，其结论是有限的证据表明，天气变量与儿童发育迟缓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此外，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8）发现极端气候与粮食不
安全之间存在相关性。最后，周期性的干旱会使动物的饮水坑干涸，从而影响非洲各地动
物源食品的供应。例如，Koo等（2019）估计，在2015/2016年埃塞俄比亚厄尔尼诺事件期
间，在大多数牧民居住的易旱低地，牛群数量减少了23%。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
分地区特别重要的淡水捕捞渔业也在萎缩。许多针对淡水渔业衰退的拟议解决方案包括更
好地将淡水渔业纳入灌溉系统（见案例研究1）或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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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7、二氧化碳施肥效应8、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以
及粮食贸易相关变化的综合效应，气候变化会增加“养分淋洗”。由于水资源安全对农业生
产至关重要，因此这些预测也将其考虑在内。最近的一项研究（Beach等，2019）发现，
全球营养物质供应量的增长将下滑，就蛋白质、铁和锌而言，分别降低了19.5%、14.4%和
14.6%。因此，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将减缓消除营养缺乏的进程，对业已处于营养
缺乏和水资源不安全状况的人口造成最严重的影响。

7  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可能影响某些作物的养分含量。
8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往往会增加作物产量。

案例研究1:
稻田养鱼

在整个东南亚，许多灌溉系统在用水方面效率低下。这些系统在干旱期间无法有效供
水，无法抵御洪水，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并且是农用化学品水污染的主要来源。因此，
它们被视为淡水生态系统和渔业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Gregory等，2018）。

此外，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设计专门针对水稻生产，因此几乎不可能适用于种植其
他更有营养的作物。此类系统的现代化（例如，将鱼类生产和更有营养、更高价值的作物
生产综合起来，同时提高灌溉效率），不仅需要技术和物质变革（例如，基础设施）以及
创新型水资源管理措施（如干湿交替），而且需要广泛的制度和治理改革以及农民行为的
改变。以这种方式改进水资源管理和重塑灌溉计划并非易事，但如果成功实施，将促进生
产，增加生产更有营养食品的机会，并增强适应能力和抵御能力（McCartney等，2019）。

McCartney等（2019）阐述了在大规模灌溉系统中能够支持作物和渔业联合产出的干
预措施。其中包括：1）灌溉区内的结构性变化，如在计划内纳入鱼类育苗场和保护区，
以及与野生鱼类活动的连接性；2）扩展区域的变化，例如改变导流基础设施，以支持鱼
类的上下游移动；3）集水区层面的活动，如减少与休闲活动、改善水质等其他生态系统
服务的权衡取舍；4）国家层面的政策改革，旨在支持战略和制度，更好地管理多重粮食
和营养安全以及环境目标。

在老挝，增加蛋白质、脂肪和微量营养素的摄入量对110万食物不足人口（总人口
的16%）中的大多数而言至关重要。为此，“第八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老挝政
府，2016）将水产养殖和水库渔业视为蛋白质来源多样化的重要机遇，“农业发展战略”（
老挝政府，2015）包含的鱼类消费目标为到2025年实现33公斤/人/年。在此背景下，老挝
国立大学与水生生物资源研究中心（老挝）及查尔斯·斯特尔特大学（澳大利亚）合作，
就更好地将鱼类纳入灌溉系统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此促进营养敏感型方法。其中
包括设计鱼道和控水闸门，使许多湄公河鱼类能够绕过阻碍通行的障碍物（Baumgartner 
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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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缺水以及在更多变、更热、更潮湿气候条件下的收获后 
管理和储存，黄曲霉毒素水平预计将上升（van der Fels-Klerx等，2019；Medina等， 
2014）。对于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已提出了多种策略，包括支持消费者改变膳食，支持生产
者改变农业和收获后管理措施，以及认可无黄曲霉毒素食品的溢价（Brown，2018）。

最后，气候冲击正在增加与水相关疾病的发生率和风险（如大肠杆菌等病原体，疟疾
等媒介传染病）（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8）。正如上文
第3.1节所述，这些疾病是造成营养不良的直接原因，改善水资源管理方案对于减少其影响
至关重要（Wielgosz等，2013）。

4.2)  日益激烈的水资源竞争：需求增加、不公平加剧

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6.4.29通过计算各部门用水总量并除以可再生淡水资源总量来评估一
个国家或分区域的用水效率（联合国水机制，2018）。这项指标的最新数据显示，西亚、中
亚和北非的缺水程度超过60%。此外，23个国家的缺水程度超过70%，15个国家的可再生淡
水资源消耗超过100%（粮农组织，2019）。

然而，正如国家粮食安全指标由于掩盖了地方、家庭和个人层面粮食不安全的差异而不
完整一样（Barret，2010），国家水资源可供量指标可能掩盖家庭和个人层面的异质性。例
如，刚果民主共和国被视为水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非洲一半以上的水储量（联合国环境
署，2011），但在2011年，该国5100万人口中约有四分之三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在这种
情况下，可用性不能等同于获得，因为缺乏基础设施、污染问题、高成本或与取水相关的
风险对家庭和个人层面的水资源安全构成了根本障碍（插文2）。10

9  具体目标6.4：到2030年，所有行业大幅提高用水效率，确保可持续取用和供应淡水，以解决缺水问题，大幅减少缺水
人数。

10 轶事证据和案例研究表明，使用未经处理的废水进行灌溉是一种长期和普遍的做法，但其全部范围仍然未知（Raschid-
Sally和Jayakody，2008；Ensink等，2004）。Thebo等（2017）估计，利用稀释废水灌溉的农业用地总面积为3590万公
顷。Srinivasan和Reddy（2009）发现，虽然这种做法的全部健康风险、成本和效益仍然未知，但与对照村庄相比，在利
用废水进行灌溉的村庄，成年女性的患病率更高。 其他作者发现，广泛传播的腹泻病是食用利用废水生产的粮食所造
成的（Newell等，2010）。

插文2：世界各地弱势群体日常面临的水资源挑战

•	可获取水资源的污染来自：i）化学污染物（城市、工业和农业是主要来源）；ii）水源
性疾病（如病媒、粪便污染）；

•	水资源减少的原因：i）灌溉用水与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用水之间的竞争；ii）干
旱；iii）对水资源的人为转移或破坏（如水力发电或填平湿地以促进城市发展）；

•	水资源管理基础设施缺乏/维护不善；

•	由于实地取水风险、地理和距离问题、高昂的经济成本或与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的
禁忌，获取机会有限（特别是对妇女而言）（Mehta等，2019）；

•	废水被大量或专门用于获得农业灌溉、养分和有机物（联合国世界水资源评估计
划，2017；Mateo-Sagasta等，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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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水资源不安全体验分级表”的设计旨在准确地揭示这些差异。与粮食不安全体验
分级表类似（Ballard等，2013），家庭水资源不安全体验分级表会评估家庭是否在获得安
全、可靠和优质的供水方面受到挑战（Jepson等，2017），即使在国家层面水资源安全被
认为是足够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见插文3）。因此，这一衡量标准是一项重要的工具，可
用于确定家庭水资源获取方面的不平等问题及其与收入、粮食安全等其他社会经济指标的
联系。最贫困的家庭往往面临较低的粮食和水资源安全水平。正是这些家庭最频繁地亲身
体验上述艰难的权衡取舍（另见插文3）。

案例研究2描述了一项最常见的权衡取舍，显示出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用水与
灌溉用水之间的竞争如何在现实中展开，对贫困家庭的营养和水资源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插文3：家庭水资源不安全体验分级表

迄今为止，在实现公平和充足用水方面的进展主要是通过人均可供量或可获得安全
管理的饮用水的人口比例来衡量的。与食物平衡表一样，这些指标的分辨率不足以确
定哪些人受到水资源相关问题的影响最大，或量化水资源问题对健康的影响。体验往 
往被视为更准确的资源不安全挑战指标。因此，简明扼要的含有12项的家庭水资源不
安全体验分级表得以制定，旨在提供通用的、可比较的水资源不安全衡量标准（Young
等，2019）。 

该分级表各项调查了在过去的四周中，家庭在水资源的可获得性、充足性、可靠性
和安全性方面体验到问题的频率。该分级表是经过验证的、通用的、简单的衡量方法，
可全面反映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人口与水资源之间复杂的家庭层面关系。 

家庭水资源不安全体验分级表与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有相似之处（Ballard等， 
2013），后者考虑到粮食不安全的多个维度，包括粮食获取、使用和可接受性。此类
高分辨率措施揭示了粮食不安全对身心健康（Jones，2017）和认知发展（Johnson和 
Markowitz，2018）的有害影响，以及许多其他结果。实际上，家庭层面的粮食不安全措
施已经证明，毫无疑问，粮食不安全现象非常普遍。这些措施还充当了有助于减轻粮食不
安全影响的工具。

在全球30多个地点实行的家庭水资源不安全体验分级表，使得对水资源不安全的决
定因素及其对农业生产力、粮食不安全和膳食多样性的影响进行了新型调查。事实上，
该分级表的初步数据显示，较严重的家庭水资源不安全与较严重的家庭粮食不安全之间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Brewis等）。此外，水资源和粮食不安全在许多情况下同时发生并相
互加剧，对福祉的影响包括亲密伴侣的暴力行为增加以及抑郁症（Workman和Ureksoy， 
2017；Collins等，2019）。

在全国代表性调查中纳入家庭水资源不安全体验分级表和类似的粮食不安全措施，
可以有助于监测随着时间推移的水资源-营养趋势，并调查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和政
治变化、气候变异和局部冲击（如极端天气事件）如何形成这些趋势。这些数据还可以
用于选择最有效的水资源相关计划、技术（如耗水量较少的作物）和政策，以及评价
其影响和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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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2：
孟加拉国旱季家庭用水与灌溉用水之间的竞争

Sadeque（2000）描述了孟加拉国灌溉技术的进步如何导致较贫困农民与灌溉者之间
的竞争加剧，在旱季期间，前者依靠手动管井获得家庭用水，而后者使用电动泵从更深
的井中抽取更多的水来灌溉水稻。采用电动深管井这一创新可以抽取大量地下水用于灌
溉，这将导致邻近地区的地下水位暂时下降，并降低含水层的整体水平。这项技术促进
了该国旱季灌溉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针对水稻，但同时加剧了农村饮用水危机，因为灌
溉水井降低了地下水位，使用于提取家庭用水的人工手压泵无法触及。此外，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孟加拉国部分地区浅层地下水的砷含量升高，而深管井通常可以提供化学
和微生物质量合格的饮用水（van Geen等，2016）。

Jobeda Khatun是一位没有土地的寡妇，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并在自家地块上有
一口手动管井，同时也服务于附近的其他家庭。在2月至4月旱季期间，即主要灌溉月份
期间，水泵变得无法使用。在此期间，她和她的女儿（13岁和17岁）竞相从500米之外
最近的塔拉水泵（可以从15米深处抽取有限数量的水资源)取水。当地风俗不允许她和
她的女儿从更远灌溉田地的深管井中寻求水资源。此外，深管井通常在夜间运行，而作
为一个无地家庭，她的家庭在获得从农田中提取的水资源方面处于不利地位（Sadeque  
2000）。

虽然深管井最近被用于避免砷污染，但至少在一些地区，这种利用方式似乎明显向
最初砷污染水平较低的地块和相对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所处的区域倾斜，这表明精英阶层
获取了一种公共产品。不恰当地将深管井用于获取饮用水导致成年人因心血管疾病和肺
癌、肝癌、膀胱癌而出现更多不必要的死亡，较贫困和地位较低家庭中的儿童因持续的
砷暴露而出现智力和运动功能下降（van Geen等，2016）。

对于深管井与家庭用水之间的竞争，拟议的解决方案包括：1）明确政府的政策战
略，并优先考虑将优质（无污染）水资源用作饮用水；2）持续监测深管井的水质，并
为适当的深管井开发多用途系统，以供应灌溉和家庭用水；3）增加透明度，确保社区
参与饮用水系统的开发，特别关注负责家庭供水的妇女和少女；4）支持旱季种植模式
从水稻（耗水量大、低营养）到豆类（节水、营养丰富）以及水果和蔬菜（耗水量大、
营养丰富）的转变。

在用水需求的关键驱动因素方面，预计未来40年，家庭和产业用水需求将超过灌溉用
水需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Ringler等，2016）。

不断变化的膳食是用水需求的第三大驱动因素，对健康和公平产生了重大影响。如第
3.6节所述，超加工食品的消费、动物源食品的过度消费以及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消费正在
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所有这些食物都依赖于比传统膳食需水量更高的作物（Ringler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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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2015）。此外，作物需水量激增（见第3.3节，图4）的部分原因11在于几十年来对
主要谷物、油籽、植物油技术的大量研究和投资，这也导致对粗粮、水果、豆类和蔬菜
的投资不足（Pingali，2015；Popkin，2011）。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营养丰富的膳食选
择既不可得也负担不起，较贫困的消费者往往被迫依靠更便宜、不健康的食品：i）根据经
验，这些食品与不良的健康和营养结果直接相关（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3年；农业和粮
食系统促进营养全球专家组，2016b；高专组，2017）；ii）这些食品增加了水资源方面的
压力，而水资源往往已经被过度使用。

同样，最弱势群体首当其冲地承受着这一发展态势的冲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较贫困人口的膳食最不健康，健康状况最差，最直接地面临水资源不安全的不利影响。

11  全球化、市场自由化和主要食品和商品产业（如家禽、植物油）的垂直整合也是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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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加快水资源和营养安全方面进展
的建议

日益激烈的水资源竞争以及气候变化和获取方面日益增多的不平等现象进一
步增强了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了三项建议，以推动可持续
发展目标2和6方面的共同进展。在人权不可分割的情况下（在此指充足食物权、
享有水资源和环境卫生的权利以及健康权），以联合方法为基础的共同进展也是
至关重要的。当这些人权得到尊重、保护和实现时，将增加公平获得充足食物和
水的机会（见5.3，插文5）。这三个方面都可以通过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和
联合国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的工作计划着手处理。这些建议还针
对这些领域的非联合国行为方，包括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学术界和政府。

建议1:  实施营养敏感型农业用水管理

实施营养敏感型农业用水管理意味着生产数量充足和质量合格的粮食，同时
也保护水和其他自然资源。

在雨养系统中，这需要集雨和土壤保护措施，这些措施涉及最弱势的社
会群体，包括那些直接参与此类措施（如改善土壤健康的覆盖、梯田建设和
耕 作 等 ） 的 群 体 。 这 些 策 略 可 增 加 雨 水 在 土 壤 中 的 渗 透 ， 提 高 土 壤 蓄 水 能
力 ， 最 大 限 度 地 减 少 蒸 发 ， 使 作 物 更 有 可 能 保 持 健 康 并 逐 渐 成 熟 ， 实 现 养
分含量最大化（粮农组织和斯德哥尔摩国际水资源研究所，即将出版）。 12 

补充灌溉13也可以有助于挖掘雨养系统更多的产量潜力，特别是在干旱期（粮
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9；Mehta等，2019；粮农
组织和斯德哥尔摩国际水资源研究所，即将出版），因为它将生产扩展至旱季（
在雨养系统中通常被称为“饥饿季节”或“歉收季节”）。补充灌溉还可以使生产多
样化，转向更有营养的作物，如水果和蔬菜，否则不愿承担风险的农民可能不会
尝试种植这些作物。如第3.6节所述，当今食品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水果和蔬菜
的供应量低且不易获取，导致摄入量减少和随之产生的营养不良。灌溉是增加这
些作物产量的关键机制。

12  即便如此，与水资源可供量本身相比，有害生物和较低的土壤可利用率有时可能对产量的限制作用更大，
因此必须利用施肥、有害生物管理和其他经过证明的农艺方法来实现最佳产量。

13  补充灌溉是指在降雨不能为植物正常生长提供足够水分时，向基本上靠雨水灌溉的作物添加少量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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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灌溉可以提高雨养生产系统的生产率，特别是在干旱期，并可以直接或间接创造
可靠的动物饲料生产来源，从而改善家庭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

除提高产量和增加农场生产多样化之外，得以确定的是小规模旱季灌溉与营养之间的
另外三种积极途径（图5），即增加收入、改善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以及加强妇女
赋权（Passarelli等，2018；Domènech，2015）：

• 增加收入：通过更高作物产量的商业化、需要更多水资源控制的高价值作物的商业
化、灌溉相关就业机会（如灌溉服务提供者）的出现，特别是在农村就业机会稀缺
时的生产淡季，小规模的补充灌溉可以提高收入水平（Namara等，2011；Burney
和Naylor，2012；Alaofè等，2016）；

• 改 善 水 资 源 获 取 ： 小 规 模 的 补 充 灌 溉 可 以 通 过 提 供 多 种 用 途 的 水 资 源 来 改 善 供
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但这需要同时满足农业生产和家庭用水需求（van 
Koppen等，2016）以及对最弱势群体具有非歧视性和敏感性的系统；

• 妇 女 赋 权 ： 妇 女 是 社 会 中 最 弱 势 和 最 受 歧 视 的 群 体 之 一 。 小 规 模 的 补 充
灌 溉 还 可 以 是 通 过 强 化 资 产 所 有 权 赋 予 女 性 权 利 的 一 个 切 入 点 。 如 果 灌 溉
使 妇 女 能 够 从 事 她 们 本 来 无 法 从 事 的 创 收 活 动 ， 或 者 她 们 能 够 控 制 自 己
土 地 上 增 加 的 产 量 所 带 来 的 资 源 ， 就 可 能 发 生 这 种 情 况 （ C a i r n c r o s s 等 ， 
2 0 1 0 ； O l n e y 等 ， 2 0 1 5 ； T h e i s 等 ， 2 0 1 8 ） 。 在 最 低 程 度 上 ， 在 宅 基 地 附 近 获
得 质 量 合 格 的 灌 溉 用 水 可 以 减 少 用 于 汲 取 家 庭 用 水 的 时 间 ， 仍 有 约 2 . 0 6 亿 人
在 执 行 这 项 任 务 （ 儿 基 会 和 世 卫 组 织 ， 2 0 1 9 ） ， 其 中 主 要 是 妇 女 和 女 童 。 1 4 

14  另见建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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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单独存在的农产品产量或质量提高、收入增加、获取水资源的机会增
多或妇女赋权不一定会转化为食物摄入量或营养结果的改善。每一项都是必要的，但不是
充分的；换言之，如果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来储存食物，或者可获得的水不清洁，那么营
养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改善（Gerber等，2019）。

图5: 
灌溉与孕产妇和儿童营养之间的积极途径

资料来源：Passarelli等（2018），根据《知识共享署名4.0国际许可协议》获得许可（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
by/4.0）。据Herforth和Harris（201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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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4:  关于营养敏感型灌溉和水资源管理的指导意见
目前关于灌溉、水资源管理、供水和

环境卫生以及营养之间联系的大量证据
就增强营养敏感性提供了见解，实现对
儿童早期营养的更大影响需要做到这一
点。目前的办法主要是考虑到更多的上
游结果，如改善水资源和环境卫生服务
的获取和使用，增加可用于灌溉投资的
粮食和收入。除加强现有的水资源服务
外，还需要改进与其他部门的协调，以
有助于确保儿童获得改善结果所需的所
有营养投入，而不仅仅是与水资源有关

的投入。Bryan等（2019）总结了增强灌溉和水资源管理投资的营养敏感性以确保更大影
响的关键切入点，其中包括：

1. 将营养考虑因素纳入项目设计
 了解受益人群的营养概况，包括微量营养素缺乏的发生率和类型（如缺乏富含维生素A

或铁的食物来源，某些类别的食物摄入不足，或者缺乏膳食多样性），从而为作物的选
择提供信息，以便同时产生收入和营养效益。 

2. 维护和改善自然资源基础
 保护和恢复活动，包括再造林计划、湿地恢复、减少养分和固体径流由农业用地流入水

道的缓冲带，可能影响下游沉积、径流、渔业和农业生产率。

3. 使合作社、农业推广机构和用水者协会考虑到营养和膳食问题
 利用现有的水资源和农业相关平台传播有关家庭营养的信息可能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

接触目标群体的方式。主题可能包括健康膳食、资源规划和食品储存方法，以确保全年
食品供应、食品安全和个人卫生。

4. 利用社区平台传播营养信息
 对于以孕妇和有幼儿的家庭为目标群体的其他社区平台，如学校、卫生中心和储蓄小

组，可以向其提供信息，促进家庭营养和健康膳食。可以通过与灌溉相关的平台强化
这种信息发送方式。

5. 使妇女参与灌溉干预措施
 将妇女纳入灌溉干预措施可以影响所种作物的类型、粮食生产所得收入以及时间的利用

方式，此外还可以增强妇女赋权。每一项都对家庭的营养结果产生影响。

6. 推广营养密集型作物，将家庭园艺纳入灌溉项目
 推广营养密集型作物可以促使家庭营养状况得到改善，使一部分产品用于家庭消费或在

当地市场销售，惠及更广泛的人群。推广家庭园艺可以鼓励家庭摄入更多样化的膳食。

7. 设计文化上适宜并安全的正规多用途水资源系统
 为多种目的设计并考虑健康和环境结果的水资源系统可以减少取水所花费的总体时间，

留出时间用于生产和看护，增加灌溉用水的健康和营养收益。

8. 将灌溉纳入基于社区的农村服务提供平台的主流 
 社会保护和生计计划提供一个基于社区的平台，以便向目标家庭提供小规模基础设施和

金融安全网，使这些家庭免受冲击，并提供资源以增强其抵御能力。

资料来源：Bryan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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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办法主要是考虑到更多的上游结果，如改善水资
源和环境卫生服务的获取和使用，增加可用于灌溉投资
的粮食和收入。

将营养考虑因素
纳入项目设计

维护和改善自
然资源基础

利用社区平台 
传播营养信息

设计文化上适宜并
安全的正规多用途
水资源系统

推广营养密集型作
物，将家庭园艺纳
入灌溉项目

使妇女参与灌 
溉干预措施

将灌溉纳入基于社
区的农村服务提供
平台的主流

使合作社、农业推广机
构和用水者协会考虑到
营养和膳食问题

改善营养成果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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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从灌溉到营养的粮食安全和营养与水资源安全途径，应与卫生和营养专家以
及市场和营销专家共同设计灌溉基础设施。此外，执行过程中应辅以营养教育，可以通过
推广机构、合作社或社区卫生工作人员开展这项工作。

同时，农民可利用的传统平台，如合作社、农业推广机构、用水者协会、卫生中心、
以女性农民和有幼儿的家庭为目标群体的储蓄小组，都可以用于传播关于营养和膳食考虑
因素及其如何与灌溉产生联系的信息。根据具体情况，这种信息传播需要超越作物种植，
包括以下方面的信息：如何通过畜牧和水产养殖改善营养（也可以通过加强农业用水管理
来改善营养），以及这些系统如何适应更广泛的环境。

对这些要求及其执行准则的认可正在与日俱增。例如，在国家层面，已经为马拉维
和坦桑尼亚制定了试点课程，其中包括农业生态、营养、气候变化和社会公平等内容
（Bezner等，2019）；在乌干达，通过农民田间学校考虑了关于疟疾的农民综合教育课程
（Wielgosz等，2013）。在全球层面，粮农组织提出了“通过农业和粮食系统改善营养的建
议”（粮农组织，2015），世界银行提出了“关于营养敏感型灌溉和水资源管理的指导意见”
（Bryan等，2019；见插文4）。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2和具体目标6.4方面共同进展的行
动当中，有一个良好的范例是粮农组织与农发基金关于“提高水资源生产率以促进可持续
营养敏感型农业生产和改善粮食安全”的项目。通过该项目，粮农组织制定了一个创新型
方法框架，用于估计如何更改作物选择、水土管理和最佳农作方法以确保生产高营养密度
作物和实现作物多样化，并特别关注雨养生产系统，这将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和
具体目标6.4。该项目将在6个国家（即卢旺达、莫桑比克、埃及、贝宁、尼日尔和约旦）
试行3年，并将于2020年第一季度启动。

除实现从灌溉至营养的积极传递途径的挑战之外，灌溉本身也造成许多潜在的不利影
响，每一种都可能破坏营养收益。首先，鉴于灌溉（和其他水资源管理技术）的成本，
能够负担得起这些技术的富裕农民与无法获取的农民（如贫困农民和女性农民）之间的
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见Lefore等，2019）。第二，水体污染，包括饮用水源被农用化学
品污染，以及积水中滋生的病媒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增加（Mateo-Sagasta等，2018；Kibret
等，2016；Gerber等，2019）是灌溉系统的潜在副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灌溉技术正在越来越多地用于应对这些挑战。例如，精确农业技术可
以应对其中一些挑战。这种技术在需要水资源的地方和时间利用水资源（“即时”技术），
提升地下水（而不是在地面水库取水）以避免交叉污染和积水，并采用适当的病虫害综合
治理解决植动物疫病和人类疾病。

此外，对于大多数灌溉结构（从大型和永久性的到小型和补充性的），可以设计多用
途的水资源系统，从开始阶段就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水资源用途，从而防止潜在的不利影响
（例如，将农业排水重新用于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这些系统还可以将环境需水
量或流量纳入其蓝图，不仅考虑某一特定集水区的水资源即时可供量，而且考虑水资源用
途在持续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支持人类文化、经济、生计及福祉（包括粮食安全和营养）方
面的长期影响（见案例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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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阶段，这些多用途系统需要捐赠者和受捐组织向多方征求意见，不仅包括灌溉
工程师，而且包括卫生和营养专家、推广人员、农学家以及最弱势群体（如农民团体和女
性更可能频繁参与的团体）（van Koppen等，2006）。

案例研究3:
环境流量可减少渔业失败的风险

在世界各地，各国正在评估河流的环境流量需求，使用的是从简单桌面模拟到高
成本两年研究的不同模型（Horne等，2017；Arthington等，2018）。其中一个叫作
PROBFLO，专门用于在上游利用或气候变化引起的河水流量的变化与改变生态环境和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实现多种终端（如渔业、河岸灌溉用水或家庭用水）之间建立联
系。[O ‘Brien等（2018）报告的]一项此类研究以莱索托的Senqu河为对象，对比了通
过提供环境流量来维护生态系统服务的情况下规模日益扩大的水坝开发情境，其中包
括生态系统服务的丰富性以及下游社区对这些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 

下图显示了由大规模的流域间水资源转移所导致的排水量增多所造成的日益严
重的缺水情境，如何增加鱼类健康（以及渔业）面临的风险。自然流态（灰色阴影
区域）的风险较低，而情景3-7.2下的渔业处于中等到高度失败风险（O ‘Brien等， 
2018）。在尽可能减轻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生态系统所受风险的情境中，选出满
足环境要求的河流流态（此处未显示）。最终，关于接受何种风险、流域间转移所需
取水量的决定因素以及应为环境流量分配的水资源量等问题的最终决定，是一项管理/
政治决策，其基础是可接受的服务失败风险程度。

资料来源：O’Brien等（2018）。 

在PROBFLO评估期间生成的概率概况，用于说明与莱索托案例研究中考虑的替代管理情境相关的河
流流量变化对鱼类健康终端的相对风险。情境包括当前流量（1）、开发前的自然流量（2-灰色阴影区
域）以及在情境3-7.2中不断提高的流量变更程度。 

案例研究图：河流系统排水对渔业的风险

概
率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情境7.1
情境7.2

鱼类健康

相对风险评分

频
率

零	 低	 中等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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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对于涉及营养敏感型农业水资源管理的第一条建议，营养和卫生专家需要
与农户层面、社区和灌溉计划层面、政府层面的水资源管理者携手合作，加强雨养和灌溉
农业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积极传递途径。样本行动包括：

• 鼓励主要依靠雨养生产的小农通过补充灌溉（包括针对牲畜的灌溉饲用作物）和采
取土壤保护措施生产更多营养丰富的粮食；

• 通过改善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加强农业中的妇女赋权，利用灌溉用水
改善营养状况；

• 针对灌溉投资者、为从事雨养和灌溉农业的农民提供建议的推广人员以及承担流域
保护任务的集水区管理人员，增加关于水资源管理-营养影响的指导；

• 将农业用水-营养管理联合规划纳入以工代赈和其他社会保护计划；

• 通过制定收购计划，提供有保障的市场，进一步鼓励农民生产更多富含营养、“节水”
的作物。

建议2:  确保膳食的环境可持续性

正如本报告所述，水资源正在迅速退化，而粮食系统在此退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根据第3.3节，水稻、甘蔗、大豆、小麦和玉米是世界上种植最为普遍的作物，消耗大量的
淡水资源。此外，它们的宏量和微量营养素含量有限，通常用于饱和脂肪和糖含量高的超
加工产品。

集约化养殖系统的动物产品在此问题上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与放牧或混合系统的
动物产品相比，基于饲料的产业化系统的产品通常消耗和污染更多的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
（Mekonnen和Hoekstra，2012）。除了环境问题，与这些食品相关的许多（尽管不是全
部，见插文5）健康和营养趋势是消极的，因为过度消费（特别是热狗、鸡块和调味乳等
高度加工食品）与许多非传染性疾病以及超重和肥胖有关。

一些研究还表明，动物源食品与围绕获取健康膳食和水资源的日益严重的公平性问题
有关。例如，Renault和Wallender（2000）发现，到2025年，发达国家的动物产品消费量
减少25%可以产生全球所需额外用水的22%，而Jalava等（2014）发现，如果人类膳食中动
物产品的比例能够下降，就可以再养活18亿人。然而，其他研究发现，当高收入国家的过
度消费减少时，总体牲畜消费量的变化较小，因为动物源食品的价格降低将促使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国家的消费量增加。最终的结果将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粮食和营养安全得
到改善，但动物源食品的消费量不会大幅下滑（Rosegrant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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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浪费和损失是对水资源的另一种主要消耗，也与气候变化有关。在生产与垃圾填
埋场的腐烂之间，粮食浪费意味着每年数十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
家，问题往往是由缺乏冷链技术、低水平的仓储和上市前较长的运输时间等原因造成的收
获后损失（粮农组织，2011b）。暴饮暴食也被视为一种粮食浪费，不仅会影响自然资源
基础，还会影响人类健康。

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已启动了多种粮食系统改革研究、工具和举措。最新的、最具开
创性的研究机构之一，EAT-柳叶刀委员会（Willett等，2019），从环境和健康的角度界定
了一个被认定为“安全的”粮食生产操作空间。从前一种角度为各种环境问题设定了目标，
涵盖氮和磷的排放、温室气体、土地和水资源利用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该委员会建
议，粮食生产活动应在这些目标规定的范围内展开，以便为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维持粮
食和环境安全。已提出的五项变革性战略为：（1）寻求向健康膳食转变的国际和国家承
诺；（2）调整农业优先重点，从生产大量粮食转向生产健康粮食；（3）持续加强粮食生
产，增加优质产出；（4）确保对（农业）土地和海洋进行强有力和协调的治理；（5）依
据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少将粮食损失和浪费减半。

可持续发展目标显然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起点。除可持续发展目标2和6（分别侧重
于粮食安全和营养/可持续农业与提高用水效率/获得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之外，
关于负责任消费和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2同时涉及粮食浪费（具体目标3）和防止有毒
废物污染水及其他自然资源（具体目标4）。

包括环境因素在内的基于食物的国家膳食准则是确保可持续膳食的另一个重要步骤。
此外，《食物权准则》要求各国根据“基于人权的方法”制定政策，涵盖营养、教育、获得
自然资源和可持续性15。一些国家，特别是巴西和瑞典，已经制定了考虑到可持续性的膳

15  准则8E.可持续性。8.13各国应考虑具体的国家政策、法律文书和支持机制，以保护生态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的承载能
力，确保当代和子孙后代实现粮食生产的增长和可持续性，防止水污染，保护土壤肥力并促进渔业和林业的可持续管
理（粮农组织，2005）。

插文5: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动物源食品消费对健康的影响

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对动物源食品的需求过高。然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
消费量正在增长，但仍在环境可持续性的范围内，其趋势难以确定。一方面，这些国
家的幼童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将因为动物源食品消费量的增加而获益匪
浅。另一方面，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过度消费这一健康风
险。这一警示，加之创造生计的积极影响和排放增加的消极影响，使致力于评估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畜牧业净环境和健康效益的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面对的情形更加
复杂（国际畜牧研究所，2019）。

通过可持续渔业，鱼类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鱼类是蛋白质
和微量营养素的主要来源，增加鱼类摄入量是有益的，与畜牧业相比负面影响较少。
特别是小型的、完全成熟的、富含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和维生素的本地鱼类，如
果完全由妇女和幼儿食用，将是可以考虑的一种重要途径（Longley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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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准则，包括水资源利用。这些国家准则为各国的营养和粮食安全政策和计划提供了重点
或“指导”。当准则考虑到水和其他自然资源时，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粮食系统的整体方向，
侧重于从农场前生产选择直至关于膳食和粮食浪费的消费者行为的所有环节中可持续性的
必要性。

迫切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了解目前的膳食趋势对环境资源的影响，反之亦然；不仅
涉及记录在当前现状下造成的危害，而且涉及向区域和国家利益相关者提供政策改革和投
资方面的实用建议，以抵消当前膳食趋势所带来的沉重代价。样本行动包括：

• 鼓励各国和各区域协会利用自身基于食物的膳食准则、可持续发展目标2、6和12以
及粮食系统评估（如EAT-柳叶刀委员会），在农业、保护和卫生平台之间开展具体
合作；

• 增加研究方面的投资，试图衡量膳食对自然资源的影响。迄今为止，此类研究受到
阻碍，一直缺乏关于哪些食品和饮料构成一个国家的“国民膳食”的信息。关于食品
制备和加工过程中用水方面的数据也很有限。

建议3:  解决水资源-营养联系方面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在考虑获取充足食物和水资源方面的总体不平等问题（包括性别问题）时，必须从人
权的角度看待这些挑战。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关于1966年《经济、社会
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的第12号一般性意见中阐述了充足食物权，其中明确了各缔
约国的义务。

虽然国际条约没有明确认可水资源是一项独立的人权，但国际人权法规定了与获得安
全饮用水有关的具体义务。例如，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在2002年通过了
关于水权的第15号一般性意见，并将水权定义为每个人“享有充足、安全、可接受、可获
得和负担得起的个人和家庭用水”的权利。委员会强调，同享有充足的食物、住房和衣物
的权利一样，水权是享有适当生活水平的权利的一部分。委员会还强调，水权与享有健
康、充足的住房和食物的权利是密不可分的。

插文6说明了为什么减少粮食和水资源获取方面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应被视为协调一致的
水资源-粮食安全和营养政策和规划的组成部分。



水资源与营养：协调开展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与联合国水资源行动十年

31 

这一建议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根据性别进行调整，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男性和女性有关
水资源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虽然有些差异是生理上的，但最有害的是由社会强加的。例
如，女性通常负责获取家庭用水（儿基会和世卫组织，2019）。如第4.2节和插文2所述，
这项活动可能耗费大量体力和时间，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虽然通常不收集家庭内部在获取
清洁和充足用水方面的数据，但鉴于家庭内部食物分配方面的主要不公平现象得到广泛记
录（男性的膳食通常在质量上和数量上优于女性和儿童（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基会、
粮食署和世卫组织，2019）），在获取和利用方面的差异是可能存在的。在社区层面，女
性可能被排除在用水协会之外，即使这些协会已经确立了增加妇女参与的指标。寡妇或以
其他方式脱离主流社会的女性可能面临更多水资源获取方面的限制。1617

事实上：i）女性负责许多需水量大的家务，如烹饪、清洁、给孩子洗澡；2）女性的
水分和个人卫生要求因多种因素而有所不同（如工作量、泌乳状态、月经状况和气候（Jé-
quier和Constant，2010）），这些情况使得了解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性别动态更加复杂。

由于女性通常是婴儿和儿童的主要看护者，她们对水资源的获取对围产期、婴幼儿和
青少年的营养状况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女性的补水状况不佳可能会影响其母乳喂养的
能力，而远距离或排长队取水可能限制女性用于制备辅食的时间。这些时间限制会降低食
品购买力，因为它们会妨碍有薪或农业工作。如果用水的经济成本很高，情况也是如此，
因为女性可能需要减少儿童、甚至整个家庭的食品支出。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家庭膳食摄

16 可持续发展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6（为所有人提
供水资源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17 然而，将水资源用于粮食生产或其他生产活动还未被视为一项人权（见Van Koppen等，2017；Mehta等，2019）。

插文6:  逐步实现食物权和水权

至关重要的是，在营养十年和水资源十年计划下采取的更强有力、更协调的行动
明确地优先考虑包括平等在内的人权原则，因为这两个十年及其所支持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16是以享有充足的食物、饮用水和环境卫生的人权为基础的（联合国大会，2010；
联合国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2010） 。 17

所有人权系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然而，在食物权和水权之间有一种
特殊的联系。这意味着所有个人生来就享有这些权利，并有权享有其中每一项权利，
且权利之间无等级之分。人权也是相辅相成的，即一项权利的实现可能加强其他权利
的实现，而侵犯一项权利则可能妨碍其他权利的实现。例如，当贫困人口不得不在将
水资源用于饮用和环境卫生或种植粮食之间进行选择时，这些权利并不冲突，而是同
时受到侵犯。当人们被迫进行选择时，保障这两项权利的国家义务没有得到履行。因
此，逐步实现食物权和水权不应被视为是相互竞争的，而应是相辅相成的。实现这一
点，只能通过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强调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对应关系，为成员国和其
他组织提供一个框架，其宗旨是确保尊重人权被纳入各个层面的发展规划，并且人权
原则正在指导他们的行动（Winkle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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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数量和质量还与农业生产用水直接相关，特别是在旱季或歉收季节。例如，如果没有
水来制备食物，食物供应量可能受限；可能有做粥的面粉，但却没有饮用水来煮粥。同
样，整个家庭都受到影响，但对幼儿和青少年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他们的营养需求高于
成年人。案例研究4说明了肯尼亚西部的一些艰难选择，而图6显示了水资源挑战如何影响
营养不良原因的整个轨迹，包括基本原因、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案例研究4：
最初1000天里的水资源和粮食不安全

作为粮食不安全对营养所产生影响的量
化研究的一部分，Collins等（2019）请肯尼
亚西部的母亲们对决定她们如何喂养婴儿
的内容进行拍照。由于拍摄了数十张关于
水的照片，研究方向转为水资源不安全，
利用各种民族志技术来揭示水资源问题（
太少、太多、质量差）与妇女和儿童生活
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是我们有时做饭用的水……来自一
个叫Kodiaga的监狱。所以监狱的人让污水排进去……但我们还是要用它来做饭。所以
你在买水和买食物之间左右为难。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婴儿受苦，因为本该用来为她买
食物的钱最后却用来买水了。另一方面，如果买了食物，这意味着没有水做饭。”（摘
自与肯尼亚受访者Sera Young的个人交流）

据参与研究的妇女称，水资源不安全对营养的影响包括食物质量和数量的下降，转
而食用营养密度较低、烹饪速度更快的食物，例如食用粥而不是豆类。粮食不安全加
剧，如果附近没有水源，则能源支出增加。母乳喂养也会由于各种原因而减少。影响的
范围超出了营养，包括对社会心理健康（如担忧和羞愧）、身体健康（如亲密伴侣的暴
力行为）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生产率的一系列影响（Collins等，2019）。

案例研究图：水资源不安全对肯尼亚西部的妇女及儿童造成危害的四种途径

图片来源：匿名，经许可。

资料来源：Collins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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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性别的不平等现象绝不能被接受；然而，在一般人群中普遍存在贫困和艰难的情
况下，不平等现象尤其令人震惊。在脆弱国家，情况必然如此。到2030年，世界上60%的
贫困人口将生活在这些国家，那里极端贫困正在日益集中，食物权和水权也很脆弱（全球
发展中心，2019）。加强水资源与粮食安全和营养之间的积极传递途径在脆弱国家极为重
要，因为未能提供服务、防止与水资源有关的灾害以及保护地表、地下和跨界水资源，都
与较差的营养结果相关（见案例研究5）。

图6:
儿基会关于孕产妇和儿童营养不良的概念框架，经修改以突出与水资源的
联系（蓝色部分）

据儿基会（1990）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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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国家往往需要人道主义救济，而人道主义背景构成加强水资源-粮食安全和营养之
间积极途径的另一个高度优先领域。在这些情况下，人口不断流动，供水基础设施往往薄
弱或根本不存在，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是非正规的和不可靠的。此外，受人道
主义危机影响的人们通常有很高的患病和因病死亡风险。缺乏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基础设施以及恶劣和拥挤的生活条件加剧了这一风险，增加了对腹泻和传染病的易感性，
而传染病可通过粪-口途径以及与环境卫生、废物管理和排水较差有关的病媒进行传播。 

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在人道主义背景下也至关重要。虽然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对许多紧急情况第一阶段的生存问题和后续阶段的抵御能力而言至关重要，但妇女在难民
营和其他人道主义背景下面临特殊的感染风险，因为即使确实存在卫生间、淋浴间和其他
服务，她们也可能无法安全地获取这些服务。

总而言之，对于涉及解决不平等问题和保障、促进及实现食物权、健康权和水权的第
三项建议，重要的是将人口因素考虑在内，这种因素在优先获取的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
卫生或灌溉服务中通常被排除在外。需要积极地将这些社会群体纳入此类服务的开发过程
中，包括在供水基础设施的设计中考虑他们的需求。样本行动包括：

案例研究5： 
也门的脆弱性、水资源和营养

保护也门共和国水资源的行动是零散的，阻碍因素包括强大的经济利益、政治敏感
性和薄弱的国家权力机关（Hales，2010）。如同精英们利用自身的权力获取矿物资源
和租金的其他脆弱环境一样，也门共和国的大规模土地所有者和政治精英们已经获取
了稀缺的水资源和适宜的农业用地来投资经济作物，最突出的是咖特（Ward，2014）
。咖特是一种温和的兴奋剂，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也门人都在食用。它没有营养价值，
其种植消耗了该国一半以上的水资源（Lichtenthaeler，2010）。在一个五岁以下儿童
中约有50%发育迟缓、40%体重不足的国家（世界银行，2015），限制咖特的种植和
改革农业用水是实现粮食安全、减贫和保护充足、可持续水资源的优先重点（世界银
行，2007b）。然而，由于强大的既得利益，限制咖特种植的进一步扩大和规范农业用
水的尝试遭到了抵制（Lichtenthaeler，2010）。未能保护水资源是水资源不安全持续
存在的一个关键因素，造成也门共和国的营养不良和性别不平等问题并引发冲突。

一旦失去，重新获得对水资源的控制并转向更可持续的管理可能是困难的。其他国
家的成功因素包括对资源的充分了解、一套明确的规则、用户授权和监管以及用户与政
府之间的伙伴关系。在约旦，政府根据地下水研究分配了用水权和配额，提高了人们对
可持续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并向农民和社区提供激励措施，鼓励合作和更可持续地利用
资源。强有力的治理、对执法的政治承诺以及地方问责和参与是这种方法取得成功的关
键因素（Tiwari等，2017）。

资料来源：Sadoff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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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对所有社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可持续地获取供水服务纳入初始设计当中；

• 支持妇女的多种用水需求；

• 确保提高用水群体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 向城市周边低收入社区供水；

• 要求灌溉系统管理人员将灌溉水渠系统末端农民对供水的满意度作为绩效的衡量标
准，而不是更有实力的农民的要求；

• 通过改善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加强妇女赋权，利用灌溉用水改善营养
状况；

• 确保农业支持（包括灌溉、补充灌溉或对雨养农业的支持）考虑到小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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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人权为基础，对相互交织的水资源、粮
食安全和营养挑战给予了迄今最正式的认可，要实现享有充足食物、健康和水资
源的人权，必须克服这些挑战。但正如本报告所强调的那样，水资源界和营养界
可以通过加强协作和联合行动，为扩大这两个十年的影响（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2和6）作出更大贡献。迄今为止，这两项举措的工作计划均未充分探索规范
性联系和联合干预措施（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秘书处，2019；联合国，2017
）。因此，这两项举措都错失了一个关键的机会，未能确定协同效应，减少这两
项优先重点之间的权衡取舍，使各国更接近于实现这两组目标（以及其他许多可
持续发展目标）。

上述建议旨在激发更好地利用这一机会的行动。每项建议都将两个领域考虑
在内，并且都包含广泛的政策投资、研究和规划方案。在大多数情况下，每项建
议最后提出的“样本行动”意味着联合行动。希望这些和类似的想法将提供一个跳
板，以便在与水资源-营养联系有关的一系列领域开展系统合作。例如：

对于营养领域，就供水基础设施（如水坝、灌溉系统或供水系统）的开发提
供建议。这些结构和系统通过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重大影响的方式，不可避免
地影响到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农业、粮食系统和产业。在它们最初的设
计中考虑到营养问题，传递途径为积极的可能性就会最大化。

对于水资源领域，就如何沿食品价值链和通过更可持续的膳食保护水资源，
向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的利益相关者提供见解，可以显著减少水资源退化，从而
使可持续发展目标6回归正轨。

此外，营养领域和水资源领域都需要开展更多工作，监测其战略对其他部门
的影响，例如，衡量当前膳食对水资源的影响，跟踪农业用水管理投资的营养结
果。在只有水资源界或粮食安全和营养界感兴趣的指标范围之外收集数据，对于
实现跨部门进展以及水权和食物权而言至关重要。

本报告中的分析和建议不仅针对联合国行为方，而且也针对能够利用现有许
多其他切入点来加快进展的利益相关者。水资源界与营养界之间已经存在一些合
作，特别是在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包括儿基会与卫生组织之间在国
际层面的合作。还有相当多的证据评估了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干预措施对
营养和健康的影响。这方面的进展目前正在影响制定干预措施的方式，并已促使
在选定的干预措施下监测某些营养影响。将这种类型的合作和证据生成扩展到其
他水资源-营养分部门对于减少权衡和加强势头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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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为联合国水资源十年和营养十年而聚集在一起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在其审议过
程中继续推进本讨论文件的结果，以推动在可持续发展目标2和6方面取得共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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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与联合国水资源行动十年工作计划的跨
部门内容

表A.1: 
与水资源有关的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工作计划内容和改进建议

涉及水资源的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
工作计划内容

改进建议

行动领域1：建设可持续且具有抵御力的粮食系统，确保提供健康膳食
所列的营养不良原因包括“环境卫生和个
人卫生条件差，食源性感染和寄生虫感
染，由于不安全的食品生产或制备方式
而摄入有害污染物，缺乏教育、优良卫
生系统和安全饮用水”以及“气候变化”（
第1页）。

可列出在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以及
气候变化的范围之外，水资源在影响营养
不良方面的多重作用，即粮食生产等原因
造成的水资源竞争、缺乏充足或清洁用水
等。

呼吁创新，以确保“人人享有可持续的健康
膳食”和“减少粮食和营养损失和浪费”（
第5页）。

该领域可以考虑如何调整膳食建议以增强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建议2）

呼吁可持续消费（第5页）。 可以补充说明可持续性的含义，或需要可
持续性的原因。

呼吁解决与水污染和不良环境卫生条件
有关的食品安全问题（第5页）。

可以提及食品价值链所造成的污染，或者
实施该行动也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缺少营养敏感型农业计划的作用，包括营
养敏感型雨养和灌溉农业（建议1）。

行动领域5：建设安全和扶持性的环境，确保所有年龄段的营养
“为响应有关环境卫生行动的全球呼吁，
应注重改善个人卫生，改变社会规范，
改进人类排泄物和污水管理，到2025年彻
底消除随地便溺现象”（第7页）。

可在此补充健康流域和水资源总体管理的
作用。

呼吁可持续消费（第5页）。 可以补充说明可持续性的含义，或需要可
持续性的原因。

呼吁解决与水污染和不良环境卫生条件
有关的食品安全问题。

可以提及食品价值链所造成的污染，或者
实施该行动也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6。

该文件缺失关于妇女的特殊作用和需要考
虑各种社会结构以实现营养成果的行动领
域。（建议3）。

资料来源：www.un.org/nutrition/sites/www.un.org.nutrition/files/general/pdf/work_programme_nutrition_decade.pdf。

http://www.un.org/nutrition/sites/www.un.org.nutrition/files/general/pdf/work_programme_nutrition_deca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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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与营养有关的联合国“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十年工作计划内容和改
进建议

联合国“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行动十年工作
计划内容 

改进建议

工作流程1：促进知识的获取和良好做法的交
流

建议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6方面的进展对实现

其他关键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如涵盖营

养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建议加大对用水

大户农业部门所采取行动的关注度；提及性别

问题主流化和性别平等，但没有具体成果。这

一点可以进一步阐明。

工作流程2：改进知识生成和传播，包括与水
资源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新信息

工作流程3：开展宣传、建立网络并促进伙伴
关系和行动

工作流程4：加强交流行动，落实与水资源有
关的目标

资料来源：https://wateractiondecad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3/UN-SG-Action-Plan_Water-Action-Decade-web.pdf

https://wateractiondecad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3/UN-SG-Action-Plan_Water-Action-Decade-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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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B:
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和可持续发展目标6（水资源）的水
资源和营养相关具体目标

表B.1: 
关于粮食安全和营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2具体目标 

资料来源：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hunger/ 

可持续发展目标2的具体目标

2.1 到2030年，消除饥饿，确保所有人，特别是穷人和弱势群体，包括婴儿，全年都有安

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2.2 到2030年，消除一切形式的营养不良，包括到2025年实现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和消瘦 

问题相关国际商定目标，满足少女、孕妇、哺乳期妇女和老年人的营养需求。

2.3 到2030年，实现农业生产率翻倍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特别是妇女、土著人民、家庭

农民、牧民和渔民的收入翻番，具体做法包括确保平等获得土地、其他生产资源和投

入品、知识、金融服务、市场以及增值和非农就业机会。

2.4 到2030年，确保建立可持续粮食生产系统，实施具有抵御能力的农作措施，从而提高

生产率和产量，促进维护生态系统，加强适应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干旱、洪涝和其

他灾害的能力，逐步改善土地和土壤质量。

2.5 到2020年，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管理得当、多样化的种子和植物库等措

施，保持种子、栽培植物、养殖和驯养动物及其相关野生物种的遗传多样性；根据国

际商定原则促进获取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以及公正、公平地分享对其加以利用所

产生的利益。

实施机制

2.A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技术开发、

植物和牲畜基因库的投资，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能

力。

2.B 根据多哈发展回合的任务，纠正和防止世界农业市场上的贸易限制和扭曲，包括同时

取消 

一切形式的农业出口补贴和具有相同作用的所有出口措施。

2.C 采取措施确保粮食商品市场及其衍生工具正常运行并促进及时获取市场信息，包括粮

食储备信息，以有助于限制极端的粮食价格波动。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hu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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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具体目标
6.1 到2030年，人人都能公平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饮用水。

6.2 到2030年，人人都享有适当和公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条件，消除随地便溺现象，重点关注满

足妇女、女童和弱势群体的需求。

6.3 到2030年，通过以下方式改善水质：减少污染，消除危险化学品和材料的倾倒现象并尽可能

减少其排放，将未经处理废水的比例减半，大幅增加全球资源回收和安全再利用。

6.4 到2030年，所有行业大幅提高用水效率，确保可持续取用和供应淡水，以解决缺水问题， 

大幅减少缺水人数。

6.5 到2030年，在各个层面实行水资源综合管理，包括酌情开展跨界合作。

6.6 到2020年，保护和恢复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包括山地、森林、湿地、河流、含水层和湖泊。

实施机制

6.A 到2030年，在水资源和环境卫生相关活动和计划方面扩大国际合作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

支持，涉及的领域包括集水、海水淡化、用水效率、废水处理、回收和再利用技术。

6.B 支持当地社区参与改进水资源和环境卫生管理，并提高其参与程度。

表B.2: 
关于水资源和环境卫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6具体目标

资料来源：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sd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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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F 动物源食品
CGIAR 全球农业创新网络（原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

DTW 深管井

ECOSOC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ENSO 厄尔尼诺现象/南方涛动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BDG 基于食物的膳食准则

FIES 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

FSN 粮食安全和营养

HLPE 粮食安全和营养问题高级别专家组

HRBA 基于人权的方法

IFAD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IFPRI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IWMI   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

NCDs 非传染性疾病

SDG 可持续发展目标

SIWI 斯德哥尔摩国际水资源研究所

UN   联合国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SCN 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 

WASH 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WHO 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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